
“您的花草长得这样好，是不是有什么秘
诀呢？”总有邻居问胡伟东，花草到底多久浇一
次水，多久施一次肥，到底要用什么肥料。

胡伟东回答：“肥料、浇水都不是最重
要的，重要的是肯花时间与花草‘聊聊天
’。花草需要有人陪伴。”

他认为，花草也有喜怒哀乐，所以要
多观察花草，多与它们交流，就会发现它
们的需求。比如，如果发现花的土壤表面
变干，用食指摸摸土壤觉得很轻，就是时
候浇水了。因此，他只要有时间，就在小

花园静静地待着，与花草“交流”，修剪枝
叶、浇水施肥。

胡伟东还发现，花草也喜欢“群聚生
活”。“把花草放在花园里，它们的长势就
越好，单独放反而易枯萎。”所以，他的花
草都集中放在一起。

“夏天时，我们最喜欢到他家门口来
乘凉了。”采访时，一位居民主动搭讪。

原来，随着植物越来越繁盛，胡伟东
的小花园在小区也越来越有名气了。花
期时，花园里姹紫嫣红，香味阵阵，左邻右

舍搬张椅子，来到花园里，一边观赏植物，
一边饮茶闲聊。

胡伟东说，现在小区里杂草丛生的草
坪不少，他希望这些草坪能够变美变绿，
让居民的生活品质上一个档次。“小区里，
如果有人愿意让我打造他家屋前屋后的
草坪的话，我很乐意效劳。有人需要花草
种苗的话，我也乐意赠送。”

胡伟东最大的期盼是，有朝一日小区
能绿意满目，满园飘香，每一位居民都能
静享绿意和花香。

左邻右舍静享绿意

走进咸安城区桂花公园，这里绿意盎然，鸟语
花香，令人心旷神怡。

桂花公园位于咸安永安大道与咸宝路交汇处，
占地面积103.5亩，总投资2000万元，是咸安城区面
积最大的绿色休闲娱乐公园。公园充分利用良好
的自然生态环境，相继建成中央水景、嫦娥雕塑、舞

台、休闲长廊等绿色景观区，不仅让周边市民“开窗
见绿、出门进园”，还成为当地市民最受欢迎的休闲
健身娱乐活动场所。

这是10日，记者在桂花公园拍摄到一组美丽画
面。

记者 袁灿 摄

桂花公园绿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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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双龙社区居民胡伟东——

用废旧物打造迷你花园
文/记者 马丽 图/记者 陈红菊 通讯员 李咸芬

走在路上，当你看到垃圾堆里的瓷砖、没用的盲

道地板、半死不活的绿植时，一定不会多看一眼吧？

咸安区永安办事处双龙社区居民胡伟东却视这些废

物如珍宝。

他把它们捡回家，在自家屋前屋后打造出了一个

令人羡慕的迷你小花园。这个花园被小区居民称为

“废物变宝小花园”。

51岁的胡伟东家住双龙社区西环大
道还建房8栋。

15日，我们来到胡伟东家，只见屋前
屋后各有一个迷你小花园。花园内绿意盎
然。在蒙蒙细雨中，绿植生长旺盛，一派生
机，丝毫没有秋天的凋零、残败之态。两个
小花园内都有石板铺成的小路和石块搭建
的假山。沿着小路走，绿植尽收眼底。

说起这个花园，居民们纷纷竖起大拇
指。居民小李介绍，还建房刚做好时，居
民房前屋后有绿草坪，但因小区没有物

业，居民也一直疏于管理，绿草坪变成了
杂草地。每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

这样的生活环境，让从小喜欢伺弄花
草的胡伟东无法忍受。“这么好的养花种
草之地，却被荒废了，真是浪费。”2011
年，胡伟东决心将自家屋前屋后的绿地好
好改造一下。

从那以后，每天只要有空，胡伟东就
在地里劳作。目前，花园内种植了月季、
铁线莲、腊梅、杜鹃、绣球等六七十种植
物。花园一年四季都有鲜花盛开，令人陶

醉。这里也因此成为小区的一景。
胡伟东家的阳台上，也种满了植物，

有金边吊兰、鸭嘴草、滴水观音等。我们
发现他家的防盗网与别人家的有些不一
样，防盗网上错落有致地焊接了一些正方
形的小底座，上面放着各种盆景。

胡伟东介绍，装修时，为了方便养花
种草，他专门设计了这样的小底座。“实
用、美观，阳台空间还得到最大利用。”

因打造绿色迷你花园，胡伟东家还获
评双龙社区“绿色家庭”称号。

“花了不少钱吧？”看着这两个迷你花
园，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疑问。

“没有花几个钱。”胡伟东说，大部分
植物不是买的，是他从外面捡回来的，或
是和花友们交换、讨要的。而搭建假山的
石头、石块，也都是别人不要了的。

“你看这棵竹，是我从垃圾堆里捡回
来的。”胡伟东指着一棵绿植说，前年一
天，他去丢垃圾，发现垃圾桶里有一棵枯
死的绿植。他估计是别的居民从花卉店
购买，却养死了的。

胡伟东发现这棵植物还有“生命迹

象”，便捡回家，栽种在陶瓷盆里。经过一
段时间的精心养护，这棵植物成活了。如
今长势良好，堪称花园里的“颜值担当”。

有一次，小区不远处有人平地搞基
建，他从那里经过，看到两棵不知名的树被
挖了。他捡回家，一棵栽在花园地里，一棵栽
进花盆里。目前，两棵树都枝繁叶茂。尤其
是被栽入盆里的那棵，被打造得很有艺术感。

小花园有个用青石片堆叠起来的假
山，翠绿掩映其中，雨水落在上面，一层层
滴下，甚是好看。胡伟东介绍，这些石片
是从一堆建筑垃圾里捡回来的。一层一

层堆起来后，他还在上面题字“叠绿”。
花园里有两个很有趣的花盆——电

线杆。“看看这电线杆，种上花草之后，是
不是也别有一番韵味？”胡伟东对电线杆
作品很满意。

胡伟东介绍，花园的小径是他捡来的
盲道板铺成的，花盆是用废弃的瓷砖拼成
的，假山是他捡来的石头堆砌的……“有
些东西扔了很可惜，整理一下，安置在花
园，省钱又美观。”胡伟东说。

现在，双龙社区一有废弃的物品，工
作人员就会第一时间通知胡伟东去挑选。

小区有个迷你花园

废弃物被他当作宝

市森林公安、野保站

成功救助一只赤狐
本报讯 通讯员市林办报道：11日，市森林公安、野保

站接到航天花园居民电话求助，称小区发现类似狐狸的动
物。

市森林公安、野保站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发现这是只体
长约六七十公分，背部毛色发黄，腹部毛色发白，四肢黑色
的动物。经辨认是赤狐（湖北省级保护动物）。

工作人员试图用网子将赤狐网住，狡猾的赤狐飞身一
跃，跳到小区挡土墙下面，再不出来。经商量，采取食物引
诱，棍棒敲击墙壁和烟熏等方式，赤狐依然待在下面不动。

想到赤狐多疑、胆小，工作人员买来鞭炮，往里扔了一
颗，赤狐飞快跑了出来。森林公安、野保站工作人员及小区
保安等十余人分别围堵，将其生擒。

据分析，这只赤狐攻击性不强，不怕生人，觅食能力很
有依赖性，可能是居民当宠物饲养遗弃或养殖场逃逸。

市野保站提醒市民：赤狐看似温顺，没有攻击性，但面
临威胁或是伤害时，会主动发出攻击。赤狐属犬科动物，身
上携带病毒，如若被伤害，很容易引发疾病。

目前，该赤狐已被送至市野保站救护中心。

浮山办事处白鹤村

加大河道整治力度
本报讯 通讯员刘莎、刘洁报道：10月9日以来，浮山

办事处白鹤村组织村民二十余人，动用相关工程机械，加大
对龙潭河（白鹤段）河道环境卫生的综合整治力度。现已清
理垃圾共五余吨。

白鹤村党支部自3月起，从群众需求出发，按照上级实
施“河长制”的统一部署，成立专门的河道管理机构，落实专
门的保洁员，每条河道都明确了具体责任人，对村所有河道
进行清理，先后清理成堆垃圾13处、零星垃圾25处、乱堆
放18处。村里还建立了长效保洁机制，划分卫生保洁责任
区，巩固整治成效。随着村里卫生环境越来越好，村民以往
垃圾随意倾倒的习惯也得到有效改善。

“这两年，河道被治理得越来越美了。水清岸绿，河里
的鱼也越来越多了，说明生态环境变好了。”今年六十多岁
的曾令康闲暇时爱到河边散步，这是他晚年的最美享受。

白鹤村支书阚光兴表示：“我们要加强河道治理工作，为
子孙后代努力打造‘水清、河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
让亲近母亲河、保护生态环境的理念成为白鹤的传承仪式。”

向阳湖湿地公园管理处

开展清堤专项行动
本报讯 通讯员徐元红报道：11日，向阳湖湿地公园

“清堤”行动正式开始。
为积极响应咸安区委区政府“清河”行动，向阳湖湿地

公园管理处针对公园内斧头湖、淦河、“三八河”河堤上杂草
较多、苗木出现倾斜，影响湿地景观情况，决定开展“清堤”
专项行动。

本次行动共对湿地公园范围内淦河、“三八河”及斧头
湖10公里堤岸上的1万多株苗木进行修枝、定型。对河堤
上的杂草进行清除，对岸边的垃圾进行清理，从而进一步美
化环境，提升湿地公园绿化质量。

10月份以来，咸安区成立了斧头湖保护管理工作专
班。整合水利、水产等部门资金，已清理湿地公园内斧头
湖、淦河上水葫芦近1000亩。

下一步，还将对淦河、斧头湖河道和水面上设置“地
笼”、鱼网等非法捕鱼行为进行清理打击。通过综合治理，
进一步改善向阳湖湿地公园生态环境。

嘉鱼官桥镇

大力开发林果产业
本报讯 通讯员吕新林报道：日前，笔者在嘉鱼县官桥

镇米埠村7组村民李环香创办的板栗场看到：株株树上挂
满板栗；颗颗板栗张开笑脸。

李环香说：“今年旱灾，板栗减了产，但市场每公斤售价
涨到15元，呈现减产不减收的好势头……”该镇像李环香
一样创办小型板栗场的农户还有10多家。

官桥镇属丘陵乡镇，山多水多，适宜种植板栗。该镇利
用荒山资源，大力开发林果业，千方百计帮助群众增收。一
方面早期运用世行贷款扶持资金，组织村民开发荒山，先后
在秦钟寺、曾家咀等山头创办630亩镇办板栗场；一方面采
取镇、村、组、户“四级联动”的方式搞开发，不断壮大产业规
模，从而使该镇板栗生产面积扩大到730亩，总产量达到8
万公斤，产值近100万元。

通山黄沙铺镇

构筑绿色生态屏障
本报讯 通讯员徐世聪、王程海报道：“这是红豆杉。”

“这是七彩桂花。”17日，在通山县黄沙铺镇中通村石龙山
上，几个山头被垦覆一新。顺着村支书孟凡旺的指向，一个
占地200亩的特色苗木种植基地展现在笔者眼前。

几年前，这片山还是一片荒芜之地。随着“绿满通山”
行动的开展，黄沙铺镇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提出大力开展

“绿满黄沙”行动，制定到2020年全镇森林覆盖率提升到
46%的奋斗目标，着力打造覆盖黄沙的绿色生态屏障。

该镇大力实施林业生态建设重点工程，积极开展义务
植树活动，像石龙山这样贫瘠荒芜的地方共27处，均被纳
入政府的绿满行动中来。

近三年来，该镇共完成造林1.8万亩，村庄绿化富有特色，
道路绿化突出个性，基地绿化注重效益，荒山绿化抓好管护，
社会参与面十分广泛，实现了黄沙铺镇造林历史上社会参与
度、资金投入、造林面积、造林成效、督办力度五个前所未有。

“突出‘满’字抓落实。”据该镇林业部门负责人介绍，该
镇将进一步提高林业生态建设管理水平，全力以赴推进“绿
满”工作，深入持久地推进林业生态建设。


